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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
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
　　五祖又说：「过去初祖达摩大师初到中国传教，而中国人自古
以来就特别注重师承，如果没有信物，谁能相信？传此衣钵表信，
代代相传，续佛慧命。法门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什么是
法？《血脉论》云：「三界兴起，同归一心。」《楞严经》云：「
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
华严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血脉论》云：「前
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黄檗禅师说：不得一法，名为传
心。如果真的彻底了悟真心，就是无心无法。既然是说无心无法，
怎么能传？怎么叫做传？禅师说，你听说以心传心这句话，就以为
真有可得，可以得到吗？祖师说：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
无所得，得时不说知。古德说：「有法无主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
谓无心。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耳。」是以悟
须自悟，解要自解。要知道，记问之学原来是人家的知见，不是自
家悟解。
　　【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
　　『本体』是指宇宙人生万有的本体、理体，佛法称为自性、本
性。从上祖师代代承传，唯传一心，别无二法。一心就是本体、真
心。指心是佛，顿超等妙二觉之表。决定不流至第二念，才是禅门
的宗旨。
　　【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
人害汝。能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五祖说：「衣钵乃是争夺的祸端，传到你手中为止，不可再传
。倘若再传衣钵，必定会由此引起杀身之祸。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恐怕有人要伤害你。」惠能问：「我要向什么地方去？」五祖说
：「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怀」是指广西怀集县，「会」是指
广东四会县。这两句话，是指点惠能大师潜修养道、隐藏的处所。
下面一段是讲六祖依教南隐潜修之事。
　　【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
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
边有一只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
，弟子合摇橹。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
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
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
　　惠能在三更接受衣钵后，说：「能本是岭南中人，来此虽久，
却不知此地山路，如何能走得出去而到达江口？」五祖说：「你不
必忧虑，我亲自送你去。」五祖一直送惠能到九江驿边，已经预备
好的船只，五祖叫惠能上船，五祖自己把橹来摇。惠能说：「请和
尚坐下，弟子应该摇橹。」五祖说：「应该是我渡你。」惠能道：
「迷时要靠师父度，悟了以后就要自度；度的名词虽然一样，但是
它的用处是不一样的。惠能生长在边方，说话的语音不正确，承蒙
师父传授心法，今已得悟入，应该自性自度。」五祖说：「如是！
如是！以后的佛法，由於你的弘扬，将来大行於世。你去后三年，
我方逝世。你现在好好的去吧！努力向南方去，也不宜早出来说法
，因为弘扬佛法的机缘是很难兴起的。」
　　「自性自度」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未悟，依善师，只能得



生人天善果；如果想了生死、超越三界六道、证得无上菩提，必须
自性自度。古德说：「如果佛能度众生，过去诸佛数目超过恒河沙
，一切众生早该度尽，为何我们到现今还流转生死，还未成佛？」
是故当知：诸佛菩萨只能诱导我们见性自度的方法，正如指点我们
方向途径，方向还是要自己明辨，路还是要自己走。所以说，众生
自度，佛不能度。六祖悟后，知道度生自度的道理，五祖这才赞叹
他说：如是如是！其次是五祖的入灭，自知时至。他说：「汝去三
年，吾方逝世。」五祖传法付衣之后，又过了四年，上元二年他老
人家去世，世寿七十四岁。古今修道之人，临终自知时至不胜枚举
，此乃常事，并无奇特。其实，前面五祖指点惠能「逢怀则止，遇
会则藏」，已经显示他预知未来之事。
　　【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
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
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
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糙，极意参寻
，为众人先，趁及於能。能掷下衣钵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
争耶？能隐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
为法来，不为衣来。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
说法。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
良久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
　　惠能辞别五祖，放开脚步往南行，走了两个多月，到了大庾岭
。再说五祖回到东禅寺之后，好多天都没有上堂说法。大众心中都
疑惑，问五祖说：「和尚少病少恼吗？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五祖
说：「病倒是没有，衣法却已经到南方去。」大众问：「是什么人
传授去的？」五祖说：「能者得之。」大众这才知道惠能得衣法已



经走了。於是众中有数百人分道追逐，企图夺回衣钵。其中有一位
出家人，俗姓陈，名字叫惠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当过四品将军，性
情粗鲁，积极的参加追寻，走在别人的前面。惠能大师被他追上，
於是惠能将衣钵扔在石头上，说：「这衣钵只是表信之物，祖祖承
传，岂可用暴力争得！」惠能於是躲藏在茅草丛中。惠明赶到之后
，看见衣钵在石头上，就上来提取，但是他却拿不动，於是他就叫
著说：「行者！行者！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争夺衣钵而来的，
请你出来吧！」於是惠能从茅草中走出来，盘坐在石头上。惠明先
行礼，然后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说：「你既然是为求
法而来，可以屏息诸缘，放下一切，勿生一念，我为你说。」这样
静默许久，六祖告诉惠明：「不思善，不思恶，正在此时，哪个是
惠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惠明本来是为夺回衣钵而来，他虽然在黄梅多日，并未悟明心
地，这才兴奋的参加大众追逐惠能夺回衣钵的任务。果然被他追到
，却提不动衣钵，反激发其过去的善根，真诚下学求法，终於在言
下大悟。这是他的善缘成熟，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试问：他是怎么
悟入的？原来是在他真正放下万缘，止息念虑，良久时，被六祖一
句话点醒了无始迷梦，大彻大悟。其实，六祖所用之法并无奇特，
五祖又何尝不是这样天天提醒大众？就是我们学佛，也常听到老和
尚、善友们，挂在口头上的「放下万缘，提起正念」。问题是在我
们自己把它当作口头禅，从来没有认真体会过，何况奉行？我们曾
几何时放下过境缘，放下过妄念？这就是不能悟入、不能言下大悟
的原因。惠明为我们做示范、做榜样。他在黄梅时日，由於未能放
下，所以不悟。今日於此处发真实心，依六祖教，果然亲见自家不
思善、不思恶、离开一切善恶境缘后的空寂灵知之心，原来就是自
己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真正、真实的自我，是永恒存在、不生



不灭的真我。此处六祖对惠明的指授，只是在教他直接证取无住六
尘缘影的真心，这就是见自本性，顿教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
　　往昔达摩祖师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外息诸缘，内心
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慧海禅师说：「万缘具绝者，即一
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是。」於人无争，於世无
求，六根对境永无妄想起动，就是无念。黄檗禅师说：「一念不起
，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智。」《修心诀》
云：「诸法如梦，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诸法皆空之
处，灵知不昧。即此空寂灵知之心，是汝本来面目。亦是三世诸佛
、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密密相传的法印。若悟此心，真所谓不
践阶梯，径登佛地。」虽登佛地，绝无佛地想。上来诸师种种开示
，都是指引我们悟入心性的秘诀。只要善於用心，不怕不能悟入。
　　【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能云：与汝说者
，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
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
向甚处去？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
　　惠明悟了以后，再问道：「从上代祖师以来，所传授密语密意
外，还更有其他密意吗？」六祖说：「对你说，就不是密意。你若
依无住清净心返照，密意就在你面前。」惠明说：「惠明虽然是在
黄梅五祖会中，实未曾省悟到自己本来面目。今日承蒙指示，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现在行者就是我惠明的师父。」六祖说：「你如
果这样，我和你同师黄梅五祖，好好的自己护持吧！」惠明又问：
「惠明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六祖指示他说：「逢袁则止，遇蒙
则居。」惠明於是礼辞六祖。



　　在这一段谈话中，惠明问：「祖祖相传，还有密意否？」六祖
直指，「返照自性，密在汝边」。此密非是秘密，而是深秘，唯返
观者才能亲自见得，否则说亦不懂，因为此事非思议所及也。亲证
得后，必须善自护持，像六祖一样，等待机缘成熟，利乐人天，普
度众生。
　　【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
。趁众咸以为然。】
　　惠明回到山林之下，遇到追逐六祖的那些同伴，他告诉大众说
：「这一条路我已经走过，没有见到惠能的踪迹，我们还是向别的
方向赶快去追吧！」大众听了以后，都以为然。惠明於是独自前往
庐山布水台，经三年，终於在袁州蒙山定居，弘化一方。
　　【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於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凡
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
。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六祖后来到了曲江曹溪，又被恶人追寻到了。於是，就在四会
县处，避难於猎人队里隐藏，这样经过十五年。在此期间，他也常
为猎人们随机说法。猎人常叫六祖看守围捕禽兽的网，而六祖每当
看到禽兽落入网中，就将它们统统放生。每当吃饭时，六祖总是将
蔬菜寄煮在猎人肉锅之中。有人就问他何必如此，六祖说：「但吃
肉边菜。」
　　六祖在得法之后，遭遇难以想像的困境，经历十五年长时间隐
藏流浪，善自护念，防人加害，等待时节机缘成熟，弘法利生，大
振宗风，影响千余年，不负佛祖的期望，真正是为后世佛弟子们最
好的榜样。此十余年的确是六祖真参密印的时代，正如同善财童子
五十三参，将般若波罗蜜圆融应用於日用平常事理，的确是证得性
相一如、平等不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效法的。



　　佛家修行，乃指修正行为。修正的标准也因修学程度而有不同
，其最初入门标准就是戒律。戒律乃行持的规范，也是基本的标准
。戒律中严持不杀生，许食三净肉。唯有中国佛教提倡不食众生肉
，目的是培养大慈悲心，是真正懂得卫生、卫性（保卫善良的性情
）、卫心（慈悲心）的养生之道。六祖因环境不许可，吃肉边菜实
在是不得已之事。下面一段是讲六祖大师的弘护因缘。


